
在我国古代，有一种职业与今天的记
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采风官”。
他们活跃于民间的各个角落，深入市井乡
野之间，搜集流传于百姓口中的歌谣与故
事。这些收集来的素材，经过精心挑选与
整理，最终汇聚成了我们今天依然传诵的
典籍，如《诗经》等。

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言：“故古有采
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
也。”采风官不仅从事风俗、乡情的采集，
更是对社情民意的传递，使民间的声音得
以直达朝廷。

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古人对重
大事件的记载愈发重视。于是，史官应运
而生，担当起守护史实的重任，既有随君
王左右的记录者，也有精于编纂的编修
者。前者宛如今天的前线记者，后者则类
比于后方编辑，二者文墨融和，颁布天下，
成为当时社会信息流通的重要渠道。

彼时的报纸称为“邸报”，这一特殊的
媒介据说最早出现于西汉初期。“邸报”最
初是由朝廷内部传抄，然后张贴于宫门，
公诸传抄，故又称“宫门抄”“辕门抄”，这
算是最早的新闻发布方式吧。汉代行政管
理实行郡县制，全国分成若干个郡，郡下
再分若干个县。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办
事处，称为“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
务是在皇帝和各郡长官之间做联络工作，

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
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
抄写在竹简或绢帛上，由信使骑着快马，
通过秦朝就建立起来的驿道，传送给各郡
长官。

东汉年间，造纸术的发明为“邸报”的
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用植物纤维造出的
纸张逐渐取代了竹简和绢帛，使得“邸报”
的抄写更为便捷。

到了唐代，由于驿道系统的进一步完

善，“邸报”的传递速度明显加快。唐代的
“邸报”由各地派驻京城的“邸务留后使”
负责传发，唐代宗年间，“邸务留后使”改
称“进奏官”，在“上都知进奏院”的统一管
辖下发布“邸报”。现存最古老的“邸报”，
是藏于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的敦煌唐归义
军《进奏院状》，距今已有1100多年的历
史。

宋代报纸叫法很多，除了“邸报”，还有
“朝报”“邸抄”“进奏院状”“状报”等，其中

仍以“邸报”最为通用。北宋毕昇发明的
活字印刷术更是极大地促进了“邸报”的
发展和传播。这一时期的“邸报”，不仅刊
载皇帝的谕旨和大臣的奏章，还涵盖军
事、经济和社会动态等多方面内容。苏轼
在夏日乘船赏江景时，一边看报一边与友
人闲谈，并书写下“坐观邸报谈迂叟，闲说
滁山忆醉翁”，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人们阅
读“邸报”的情景。

“邸报”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成为
官员和知识分子获取朝政信息的重要来
源，也留下了不少与“邸报”相关的诗句。
明代谢铎有“北窗幽梦正逡巡，忽听南来
邸报频。鸣马一空还立仗，震雷百里尚惊
人”的诗句。清代诗人全祖望则写下“五
夜秉兰膏，徘徊读邸抄”。这些诗句不仅
展现了“邸报”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地位，
也反映了人们对信息的渴望和重视。

清末民初，随着近代化媒体的引入和
对言论自由的要求，传统的“邸报”逐渐淡
出历史舞台，被更为现代的报纸所取代。
及至1905年 3月 10日，《申报》上第一次
将文章的采访、编写人员称为“记者”，至
此，中国才有了“记者”这一专门的称谓。

从采风官的淳朴足迹，到现代记者
的锐利洞察，新闻传播的方式在不断地
演变，但不变的是对真实、客观、公正的
追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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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老子”一词，人们最先想起的应该是
春秋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学者老聃，“老子”是后
人对他的敬称。日常生活中，“老子”也用为自高
自大之人的自称，也用于气愤或开玩笑的场合。
这种用法虽然显得粗俗，却是现代汉语中这个词
汇最常用的义项之一。

在唐诗宋词中，“老子”一词十分常见，且不
是什么粗俗的字眼，而是一个文雅的词汇，既可
以作谦称，也可以作敬称，一般有三个常见的用
法，一是老者自称，二是对老者敬称，三是指春秋
时期思想家老子。

老者自称
第一种用法，由来已久，东汉魏晋时期就

有。《后汉书·逸民传》记载东汉时期的隐者韩康
为亭长说话的时候道：“此自老子与之，亭长何
罪！”这里的“老子”相当于“老夫”，是韩康自称，
也可以视为一种谦称。

白居易《晚起闲行》一诗写诗人在一个早上的
悠闲生活，通过对外在景物和内心感受的细腻描
写，展现其超脱世俗的人生态度：“皤然一老子，拥
裘仍隐几。”这里的“老子”即诗人自称。又白居易
《六年春赠分司东都诸公》一诗，作于太和六年，是
诗人在洛阳所作，时为河南尹。诗前半部分描绘
了一幅安居乐业的太平景象，接着叙写交游与宴

乐间的享受，进而表达对光阴易逝的慨叹。最后
两句“老子苦乖慵，希君数牵率”则是作者对朋友
的殷切期望，希望诸君珍惜友情，常常引导提携自
己。诗人时年六十，故自称“老子”，通过自谦的口
吻，称自己能力平庸，也流露出一份因得遇良机而
感到庆幸的情绪。

这种用法在宋人的诗词中更是常见，苏轼、黄
庭坚、姜夔、陆游、杨万里等人的作品中都出现过。
但要说最喜欢用“老子”一词的，要数南宋豪放派词
人辛弃疾。在《全宋词》所收辛弃疾的词作中，有将
近二十首词中出现了“老子”。这些词作中的“老
子”一词大多数情况下是作者自称，通过这一称呼，
可见这些作品作于作者晚年。这些作品大都通过
今昔对比，感慨白驹过隙，风格豪放沧桑。

如《沁园春·老子平生》，大致作于淳熙十五
年，距作者罢官，闲居山间已有七八载的光景，辛
弃疾自以为看淡了官场上的尔虞我诈，能够笑对
曾经的扰攘纷争。所以，词一开头就说“老子平
生，笑尽人间，儿女怨恩”，词人以“老子”自称，塑
造了一个阅尽冷暖的沧桑老者，同时以“老子”和

“儿女”对言，更凸显老者的超然。
又辛弃疾的《沁园春·弄溪赋》，以“徘徊久，

问人间谁似，老子婆娑”结尾，说自己徘徊溪旁，
无所事事，表达作者对投闲置散生活的不满。词
人以“老子”自称，一则可见年纪大，二则有作者
自嘲年老不中用，故而见弃。

如果说辛弃疾是使用“老子”一词的头号大
户，那么，宋末文学家刘克庄则紧随其后。刘克
庄是江湖诗派的主要作家，也是文学史上公认的
南宋后期成就最高的辛派词人。

刘克庄的词多以国事为念，充满忧患精神，对
社会现实有着深切的关怀。因此，其词作中常见

“老子”一词，应该也是受辛弃疾影响的表现。刘
克庄存世几首以生辰为主题的词作，也就是在自
己生日当天所作的词，一般称作“自寿词”或“寿己
词”。如《木兰花慢·己未生日》是写在作者七十三
岁时，词的最后两句说：“莫怪是翁矍铄，止缘老子
痴顽。”《汉宫春·癸亥生日》写在词人七十七岁时，
开篇说：“老子今年，忽七旬加七，饱阅炎凉。”《解
连环·甲子生日》写在词人七十八岁时，上片末尾
说：“向门前客道，老子出游，人不知处。小车万花
引路。”三处“老子”都是作者自称，犹言老朽。

可以说，在这一类的诗词作品中，“老子”绝
不仅仅是一个称谓而已，更表达了作者晚年阅尽
千帆的淡然，回顾往昔的慨叹，风格或激昂沧桑，
或闲适恬淡。

敬称老者
第二种用法不及第一种用法多见。王安石

《雨霖铃·孜孜矻矻》批判那些因争名逐利而迷失
自我之人，同时也以此自勉。王安石晚年远离政
治舞台，常到寺庙静修参禅，故其晚年的作品多
以佛语佛理入词。这首词末尾道：“一旦茫然，终
被阎罗老子相屈。便纵有、千种机筹，怎免伊唐
突。”也就是说人心一旦茫然无归，最终屈从于命
运，即使心头有千方百计，也难以应对这突如其
来的变故。词中的“阎王老子”，可以译成阎王他
老人家，指古代神话信仰中掌管生死寿夭之神。

黄庭坚《鹧鸪天·汤泛冰瓷一坐春》有“吉祥
老子亲拈出，个个教成百岁人”，其中的“吉祥老
子”就是指词序中的“吉祥长老”，小序交代了词
的创作缘起，大致是吉祥长老请词人喝长松汤，
因作此诗。关于“长松汤”，宋人王辟之《渑水燕
谈录》中讲到曾经有一个僧人得了风疾，眉毛须
发都掉光了，全身溃烂，哀嚎之声，人不忍闻。这

时有一个异人教其服用长松，不到十天须发复
生，颜貌如故。

又如刘克庄的《沁园春·其二》，通过对诸葛
孔明北走曹瞒、西克刘璋等事迹的追忆，缅怀其
生前的显赫功勋，表达了对历史英雄人物的崇
敬，也寄寓了词人无穷的感叹。词中“这老子高
深未易量”，就是说诸葛亮的智谋高深莫测，“老
子”是对其敬称，犹言老人家、老先生。

特指老子
第三种用法，是指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老

子。中唐诗人贾岛《题鱼尊师院》一诗中的“老子
堂前花万树，先生曾见几回春”，此处的“老子”就
是指春秋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后来也
被奉为道教的始祖。

可能有人会怀疑，既然“老子”在唐诗宋词中
常被年长者用来自称，或敬称他人，如何得知贾
岛诗中的“老子”不是指前面两种用法，而是指道
教始祖呢？从诗名可知，所谓“尊师”在唐代是对
道士的敬称，王昌龄《武陵开元观黄炼师院三首》
其一中“松间白发黄尊师，童子烧香禹步时”就是
这种用法。《题鱼尊师院》之“院”是指道观。由此
一来，诗中“老子”指道家始祖则清晰可知。

在白居易的《村居寄张殷衡》“唯看老子五千
字，不蹋长安十二衢”中，明显是指春秋时期道家
学派的代表学者老子，其代表作《道德经》上下共
有五千多字。

最后，再来说说为什么东汉、魏晋、唐宋文人
用来作老者谦称，或对长者敬称的“老子”一词，
在现代汉语中却意味大变。

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予在南郑，
见西陲俚俗谓父曰老子，虽年十七八，亦称老
子。”也就是说当时南郑的俗语称父亲为老子，虽
然年纪十七八还十分年轻，只要有孩子的都可称
为老子。如今现代汉语中的自高自大者，用在气
愤、嬉笑场合的“老子”大概渊源在此，与对方讲
话时称“老子”则抬高自己的辈分，贬损别人，以
戏谑或侮辱对方。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
学文学院硕士生导师）

立冬，是节气，也是节日，只是过节的
仪式已经随着时代的脚步而消逝，取而代
之是民间的各种食俗，即立冬进补。从大
自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角度看，人
实在需要在冬季储存能量为明春的“生”
做准备。

立冬吃饺子。北方有谚语：“立冬不
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此习俗与

“医圣”张仲景施舍“祛寒娇耳汤”有关。
饺子既是主食，又兼副食，既有荤菜，又有
素菜，营养素比较全面。其中，素馅里大
白菜、茴香、荠菜、韭菜等含丰富的维生
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肉馅里鱼肉、虾
仁、猪肉、牛肉、羊肉可补充优质蛋白等。
立冬吃饺子这一习俗便在我国北方一直
流行。

立冬吃馄饨。馄饨又称扁食、云吞、
抄手、清汤、包面等。在我国南方，有立冬
吃馄饨的习俗。传说春秋时期，吴王夫差
吃腻了山珍海味，经常没胃口，美女西施
就进厨房包出一种畚箕式点心献给吴
王。吴王一口气吃了一大碗，连声问道：

“此为何物，如此鲜美？”面对混沌不开的
吴王，西施随口应道：“混沌。”为了纪念西
施的智慧和创造，人们便把它定为立冬节
气的应景美食。馄饨，古人称其形有如鸡
卵，颇似天地混沌之象，而馄饨又与混沌
谐音。传说盘古开天辟地，混沌初分，民
间便将吃馄饨引申为打破混沌，认为吃了
馄饨可得聪明。立冬吃馄饨的风俗，在南
宋一度十分流行。

立冬涮羊肉。羊肉有补中气、益肾气
的作用，也是历来民间冬季进补的重要食
材之一。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
喜欢用铜器煮羊肉——尤其热衷于铜火
锅涮羊肉，其实煮羊肉最忌讳的就是铜
器，李时珍特别提醒：“铜器煮之，男子损
阳，女子绝阴。物性之异如此，不可不
知。”同时还提示：“（羊肉）同荞面、豆浆
食，发痼疾；同醋食，伤人心。”

立冬姜母鸭。在闽南、台湾地区有立
冬吃姜母鸭的习俗，即是用姜母（即老生
姜）与整鸭，加入各种作料烹制而成。鸭与
姜母性味互补，有药膳功效。烹调盛盘食
色诱人、香气扑鼻，有祛肺燥、养胃健脾、舒
筋活血、祛寒化痰等功效。姜母鸭既能气血
双补，又可滋阴降火，滋而不腻，温而不燥，
适合于冬季食用。

立冬啃甘蔗。甘蔗又名干蔗、竿蔗、
竹蔗、糖梗和薯蔗等，分为果蔗和糖蔗，产
量以台湾、两广、江浙和福建等地为多。
早在唐代，我国种植甘蔗已很发达，并且
用以制糖，以后传到日本、西欧、南美和南
洋群岛，曾被马其顿人誉为“无蜂之蜜”。
甘蔗具有清热、下气和润燥等功效。唐代
王焘《外台秘要》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
目》等书均有记载。清代王士雄在《随息
居饮食谱》中把甘蔗汁誉为“天生复脉汤”
是有其道理的。潮汕人有“立冬啃甘蔗”
食俗，据说“立冬食蔗不会齿痛”。

立冬起白菜。俗话说：“立冬起白
菜。”又说：“立冬白菜肥。”还说：“立冬的
白菜赛羊肉。”白菜在古代称为“菘”。古
代多种医书认为，白菜有“通利肠胃”“消
食下气”“和中利便”等功效，因而每年初
冬时节，北方很多人家都要成捆成筐地储
藏大白菜。俗话说：“诸肉不如猪肉，百菜
不如白菜。”还说：“鱼生火，肉生痰，白菜
豆腐保平安。”经霜之后的白菜甜脆可口，
是北方人主要菜品，是北京人的“当家
菜”。汪曾祺在《胡同文化》中说：“北京人
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
北海白塔那么高。”

立冬腌咸菜。咸菜因以盐腌制，故称
“盐菜”，又因藏之备用，亦称“藏菜”，更为
好听的名字是“春不老”。据顾禄《清嘉
录》记载：“（苏州）比户盐藏菘菜于缸瓮，
为御冬之旨蓄。皆去其心，呼为藏菜，亦
曰盐菜。有经水滴而淡者，名曰水菜。盛
以所去之菜心，刳菔葜为条，两者各寸段，
盐拌酒渍，入瓶倒埋灰窖，过冬不坏，俗名
春不老。”我国北方地区腌菜则以大白菜、
白萝卜、蔓菁等蔬菜为主，腌制的方法多
种多样。

立冬酿黄酒。立冬适宜冬酿，皆因
气温逐渐降低，细菌不易繁殖，使用的水
及器具相对容易保持清洁，并可使酒糟
长时间处于低温发酵状态。江浙人至今
仍有立冬日开酿黄酒至来年立春为止的

“冬酿”习俗，听着婉转清雅的昆曲、吴语，
品着自家的“冬酿酒”，真是惬意舒心。一
壶“冬酿酒”，醉了江南的大街小巷、乡村
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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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汉语中，“老子”一词更多是表达说话者的不
逊或不屑的傲慢态度，但在唐诗宋词中，则是对别人的
尊称，更多是自我的谦称或戏称。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
坡和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中，“老子”二字就频频出
现，如苏东坡的《青玉案·送伯固归吴中》中就有：“若到

松江呼小渡，莫惊鸥鹭，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杨万里
自称“老子”的诗句更多，“老子方孤闷，西山忽在旁”“老
子今晨偶然出，李花全落杏花开”“老子朝朝弄田水，眼
看翠浪作黄云”“老子平生汤饼肠，客间汤饼亦何尝”“老
子年龄君莫问，屠苏饮了更无兄”……

从“采风官”到“记者”
■ 远襄

辛弃疾是诗句里使用“老子”最多的诗
人。图为江西铅山辛弃疾文化公园里的辛弃
疾雕像。 图片来源：南昌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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